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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中国中化集团总
部缺少低碳绿色发
展战略的支撑和相
关指导，只注重短
期绩效，缺少对专
业人员的长期绩效
管理；
2.集团上层决策管
理存在漏洞，如中
化涪陵搬迁时工艺
存在先天性缺陷，
导致中化涪陵目前
产生大量磷石膏，
污染大，不符合国
家绿色低碳发展战
略。

北京市市
辖区西城
区；
重庆市涪
陵区

其他

中国中化收到中央第七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信访举办转办后，第一时间由战略投资部
、人力资源部、科技创新部和先正达中国对举报问题进行调查核实，核实情况如下：
1.关于“中国中化集团总部缺少低碳绿色发展战略的支撑和相关指导”问题
经核实，该问题不属实。
一是中国中化将绿色低碳发展理念和行动举措融入了公司发展规划。《中国中化战略
规划管理规定》明确中国中化规划体系包括公司总体发展规划以及低碳规划（碳达峰
行动方案）、健康安全环保规划等专项规划，将绿色低碳发展理念融入整体规划体
系；总体发展规划对绿色低碳发展进行了全面部署。如在高质量发展中增加“碳减排
解决方案产业链”，在科技发展方向前沿布局中，聚焦绿色低碳等前沿领域，推动全
面绿色转型、生态修复和治理；将“大力推动低碳发展”和“坚决守住HSE红线”作为
十大发展举措中的重要组成部分；碳达峰行动方案明确了低碳发展的关键路径；健康
安全环保规划提出建设绿色中国中化。二是在总体规划、碳达峰行动方案、健康安全
环保规划确定之后，中国中化持续跟踪、评估和推进规划的落实落地，对公司总体规
划的执行落地进行较为全面和深入的年度回顾和评估，充分发挥规划的牵引作用，确
保各项重点任务顺利推进；对碳达峰行动方案的整体目标完成情况和重点任务进行评
估，做好碳达峰行动方案落地的月度跟踪，持续跟踪碳达峰重点项目，开展节能督查
和“回头看”工作，完成公司2023年度碳盘查，推进2024年公司36种重点产品碳足迹
核算工作；加强投资项目审核并在投资月度跟踪中重点关注提升绿色低碳发展水平和
能效水平领域的投资支出，有力推动公司设备更新和技术改造。
2.关于“只注重短期绩效，缺少对专业人员的长期绩效管理”问题
经核实，该问题不属实。
中国中化考核体系兼顾短期与中长期，构建了年度与任期相结合、长短期目标有机统
一的业绩评价体系。环保低碳相关任务指标始终为年度与任期的重要指标，在业绩考
核过程中以一企一策为原则，差异化设置考核指标。
3.关于“集团上层决策管理存在漏洞，如中化涪陵搬迁时工艺存在先天性缺陷，导致
中化涪陵目前产生大量磷石膏，污染大，不符合国家绿色低碳发展战略。”问题
经核实，该问题部分属实。
（1）“集团上层决策管理存在漏洞，如中化涪陵搬迁时工艺存在先天性缺陷，污染
大，不符合国家绿色低碳发展战略”问题不属实。中化涪陵始建于1966年，原厂区位
于涪陵区南岸浦，2004年加入原中国中化集团有限公司（简称中化集团），中化涪陵
按照长江经济带“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要求，2019年7月经中化集团批准同意启
动搬迁项目，从南岸浦整体搬迁至白涛工业园区。决策过程符合原中化集团投资管理
相关程序和要求。根据2022年国家发展改革委等四部委联合发布的《高耗能行业重点
领域节能降碳改造升级实施指南（2022年版）》、2024年国家七部委联合发布的《推
进磷资源高效高值利用实施方案》，中化涪陵采用的半水-二水法湿法磷酸工艺为绿色
低碳工艺，工艺技术符合绿色发展方向。
（2）“中化涪陵目前产生大量磷石膏”问题属实。中化涪陵2019年10月31日全面关停
南岸浦老厂区，2022年5月新厂各装置陆续建成并投入使用，项目配套磷石膏暂储场
（一期）设计总库容433.9万立方米，设计有效库容415万立方米。截止2024年9月，共
计产生磷石膏334.47万吨（湿基），综合利用76.66万吨，综合利用率22.92%，其余磷
石膏堆存在暂储场。

部分属实

通过有效举
措，推动磷
石膏综合利
用产品更加
丰富，利用
途径有效拓
宽，综合利
用水平进一
步提升，到
2025年底，
综合利用率
达到50%；到
2026年底，
综合利用率
达到65%。

1.提升磷石膏在建材领域利用率。加大水
泥缓凝剂及建筑制品的产品利用，进一步
细分水泥缓凝剂及建筑制品利用的核心市
场，建立一企一策的服务准则，加大客户
开发力度，通过“地毯式”客户开发，逐
步扩大水泥缓凝剂及建筑制品的利用渠道
及范围。
2.开拓生态修复及路基应用场景。加强技
术研发，与国内头部环境修复机构联合开
展磷石膏改性生态修复材料试验；与路基
材料科研机构联合开展磷石膏路基材料研
发试验。加快推进路基材料试点推广，与
属地政府、当地村社及矿山社会主体合作
确定路基材料试验路段。积极申请开展生
态修复试点示范，推动生态修复利用途径
有效落地。
3.加大技术创新，结合重庆土壤、苗木种
植等实际情况，开发土壤调理剂、营养土
等产品。
4.优化稳定磷矿采购渠道实现源头减量。
提高磷矿品位，降低磷矿中杂质含量，减
少磷石膏产生量。通过采购环节控制及严
格准入提高原矿品位和选取便于浮选的矿
种有利于生产，提高30%及以上原矿采购比
例。
5.加强工艺过程管控，保障产品质量。将
磷石膏纳入产品质量管理体系，建立产品
质量标准，严格生产过程质量控制，加强
过程分析、出厂质量管控；不断摸索，优
化缓凝剂生产装置工艺指标，提高装置管
控水平，根据不同客户，执行产品分级管
理，满足不同客户需求，为磷石膏综合利
用提供高品质、稳定的产品。
6.积极与政府沟通，在生态修复及路基材
料应用等方面争取政策支持，逐步实现磷
石膏产生与消纳的动态平衡。

阶段性
办结

无


